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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影院处于亏损状态，规模较小影院

损失相对较大

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总票房 22.38亿

元人民币，同比2019年下降88%。调研数

据显示，2000 座以上规模影院同比下降

87.7%，500-2000 座规模影院同比下降

88% ，500 座 以 下 规 模 影 院 同 比 下 降

91.3%，小规模影院受创程度最大。

从运营成本看，对受访 187 家影院提

供的数据分析得出，第一季度每家影院平

均收入为 34.45 万元，平均运营成本为

117.9万元，不同规模影院运营成本不等，

但从对比数据上看，全部影院从 2020年 2
月开始已经入不敷出。从全国范围看，按

全国影院12408家计算[《2020中国电影产

业研究报告》，中国电影出版社，2020年出

版]，一季度平均每家影院收入 18万元，大

大低于受访影院平均数，说明大量非核心

地区影院亏损情况更为严重。

同时，通过对比不同开业年限的影院亏

损情况来看，开业7年以上的老影院和2019
年以后新开业影院平均亏损情况较为严重，而

4-6年较为成熟的影院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。

二、放映业一线从业人员面临生存压

力，或将导致裁员

受访 187 家影院，平均每家专职员工

15.4 人，兼职员工 7.5 人，以此推论全国

12408 家影院的一线从业人员总数在30万

人左右。

调查显示，在3月底，已有20%的影院

进行了裁员，这些裁员的影院大多是1000
座以下的中小规模的影城，依此也可以判

断小规模影院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低。另

外，裁员影院中，2019年新开业的影城有7
家，占受访样本中新开业影城的29%，疫情

对新影城打击较大。

另有 12%的影院表示，目前正在进行

薪酬调整，不排除后期裁员的可能。这意

味着在后疫情时期，如果难以在短时间内

复工复产，经营压力将导致影院裁员的比

例会进一步增加。

调研显示万达院线旗下 626 家影院，

已经有部分经营困难影城人员离职，但尚

未进行大规模裁员。经求证网传裁员30%
的信息并不属实，但就万达影城系近

15000人员工来说，平均每月 1.3亿元左右

的人员成本支出，压力确实较大。

但我们可以看到，仍有 68%的影院表

示坚持不裁员，以各种方式渡过难关、保存

实力，以待未来。

三、疫情持续影响下，超过四成影院或

面临生存困境

截至目前，将近半数的影院账上资金

不足，现金流告急；多达42%的影院认为自

己有“关门大吉”的风险；只有 10%的影院

有可能转手继续经营，此外 28%的影院表

示“等待总部统一安排”。近年来影投影管

公司发展迅猛，新建影院多为资产联结型，

影院收入均要上交部分到影管公司，单体

影院基本不具备抗风险能力，因此影院的

存亡更多要看其所属总部的产业结构和资

本实力。

通过对裁员/不裁员影院的亏损状

况分析有所发现，裁员确实降低了影院

的损失，裁员和减薪影院的亏损额明显

低于不裁员影院。不裁员影院中，规模

在 1500-2000 座之间的影院亏损额最大，

这一部分影院也是经营成本最高的影

院，同时他们也是各地市较为优质的影

院，坚持不裁员说明对行业长期信心坚

挺，这部分影院的生存状况是需要重点

关注和支持的。

四、多数影院预计复工后恢复期需要

3-6个月，依靠新片救市

恢复营业之后影院会迎来爆发式观影

热潮吗？调研显示九成影院并不看好疫情

后短期内恢复活力。半数影院认为，恢复

营业后要达到疫情前的观影状态，至少需

要 3-6 个月，还有 37%的影院认为需半年

以上时间。

据我们组织的第一阶段《观众观影意

愿调研报告》数据显示，疫情后观众最希

望进影院观看“新片”，这与影院的需求相

同。九成以上的影院认为无论是“国产新

片”还是“进口新片”都是拉动观众观影的

重要因素。而“复映片”只是填补新片短

缺空白的手段。但在疫情结束后的恢复

期内，因为新片持续观望的可能性较大，

扎堆上市的积极性不会太高，这就需要行

业联手集体自救。以往经验显示，策略良

好、类型精准、营销到位的复映片也能收

获不错的票房成绩，并且疫情后复映片多

为片方公益提供，所有收入归放映端所

有，因此积极组织放好复映片也不失为一

种好的策略。

如何通过“复映片”刺激观众观影欲

望？影院建议复映视觉效果震撼的3D、科

幻等类型影片，突显影院放映设备的独特

性和不可替代性，从而达到撬动观众走回

电影院的效果。

五、预测2020年全年票房将同比减产

60%左右

根据 2019 年的月度票房数据模型我

们做了一个2020年票房模拟测算。

我们分别以 6 月、8 月、10 月假定为

复工时间起点，以 2019 年月度票房为参

考，票房收入从复工首月占比去年同期

30%起逐月递增，按 6 个月恢复到 90%
的程度计算。正常估计，6 月复工年票

房预估 218 亿元左右，同比下降 66%；8
月复工年票房预估 128 亿元左右，同比

下降 80%；如 10 月复工年票房预估 60
亿元左右，同比下降 91%（此模型仅供

参考）。

调研显示，约五成的影院经理认为全

年票房同比减产60%。

疫情影响下的电影产业对策研究（二）
电影院生存状况调研报告

《电影院生存状况调研报告》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牵头，联合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及各大电影院线共同发放问卷，选择经营

相对成熟、较有活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影院为调研主体，其中，一线城市24.3%，二线城市41.1%，三线城市34.7%；影院规模以

500座-1500座中等规模影院为主，合计占77.7%；开业5年以内的影院占五成，5-10年的影院占四成。累计回收有效样本187

份，执行时间为2020年4月。

疫情暴发以来，电影院作为电影产业的重要一环，受到严重冲击。经过四个月来举国上线团结一心的抗疫战斗，目前国内疫

情基本得到控制，各行各业逐渐复工复产，人民生活重回正轨。但我们必须看到，影院经营有其特殊性，放映内容上需全国统一

排片、盈利模式上上下游联动传导，营销效果上更加依赖群众口碑传播。因此，为迎来影院顺利复工，全面摸排影院现存状况，做

好相关复工准备非常关键。尽管疫情给影院带来不小损失，但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积极协调帮助下，电影业上下游几相关配套部

门展现出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感人局面，观众并未离场，此时的困境也给我们影院行业结构性调整和战略性重组带来机遇。

为准确详实地了解因疫情持续影响，影院业的困难、损失、变化调整以人员存续状况等各方面情况，全面评估疫情后影院业

态，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及建议，中国电影家协会发起组织了本次调研。

参与此次调研的院线包括万达院线、新影联院线、上海联和院线、南方新干线、金逸珠江院线、大地院线、北京红鲤鱼院线、江

苏幸福蓝海院线、北京长城沃美院线、横店院线等19家院线。

一、各地扶持政策相继出台，加大

对影院扶持力度

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各地政府

积极展开调研、出台政策，帮助受疫情

影响较大的放映业渡过难关。自 2 月

1 日以来，北京市、上海市、辽宁省、陕

西省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湖南省、广东

省、山东省、广西省、四川省等地相继

出台多项综合政策措施，从专资补贴、

税收减免、金融贷款、租金费用减压、

放映补贴奖励、就业失业保险等各方

面给予企业纾困引导。

调研显示，截至 4 月初，超过四成

的影院表示政策扶持有实质性帮助，

已收到包括稳岗补贴、宣传发行补贴、

重点项目特殊补贴、免交社保等在内

的多方面补贴；有 15%的影院表示尚

未落实有关政策，或力度较小。

二、影院积极展开自救，多种措施

刺激行业复苏

根据调查，如果将来继续营业，为

帮助观众回流，影院拟采取的自主性

措施，我们分析总结为五大类：

1、加强防疫，增加信心。做好全

面消毒及卫生防疫措施、疫情紧急预

案，宣传告知，打消观众对卫生、健康

方面的疑虑，帮助观众恢复信心，消除

恐慌感。

2、降低票价，让利观众。采取线

上优惠和线下促销的方式，接动观众

步入影院，促进二次消费。对于经典

老片复映开放免费场，复映初期对不

分账票房影片采取低价促销或预约免

费观影。

3、布阵线上，营销先行。通过影

城公众号、当地知名博主、网络自媒体

宣传影院恢复营业，全力调动观众观

影兴致。加大线上宣传力度，充分运

用小程序、抖音、快手等新传播渠道，

推广影院复映信息。重点宣传线上商

城，突出无接触售卖。

4、组织放映、公益行动。22%的影

院希望疫情恢复初期政府积极组织包

场放映、公益放映重点影片、主旋律影

片和抗疫题材影片。与银行、商场等

进行异业联盟活动，进行资源置换。

对复映片组织公益放映，免费邀请抗

疫人员、影城会员等观影。

5、品质严控、转型升级。影院的

“沉浸式”消费体验不会改变，影院的

未来是观影品质的进一步提升优化。

影城应深刻考虑经营策略，寻求与消

费新潮流新趋势有效结合的改变。

1
疫情对影院经营状况的影响及损失评估

2
放映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对策及措施实施效果

（下转第11版）


